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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通信局 

（传真：+41 22 730 57 85） 

 

行政通函 

CACE/422 

2007年 3月 27日

致国际电联成员国主管部门和 

参加无线电通信研究组及规则/程序问题 

特别委员会工作的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 

事由： 无线电通信第8研究组 

  – 批准2项新的 ITU-R 课题和5项经修订的ITU-R课题 

 在2006年12月12日的CAR/232号行政通函中，按照 ITU-R 第1-4号决议（第3.4段）提交

了2项ITU-R新课题草案和5项ITU-R课题修订草案，以便以信函方式批准。 

 2007年3月12日已具备了应用这些程序的条件，因此可以认为这些课题已获得批准。 

 现附上这些课题的案文供参考，同时将在第8/1号文件的补遗4中出版这些案文，第8/1

号文件包括由2003年无线电通信全会批准并分配给无线电通信第8研究组的ITU-R课题。 

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瓦列里·吉莫弗耶夫 

附件：7件 

 
分发： 

– 成员国主管部门和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 

– 无线电通信研究组及规则/程序问题特别委员会正副主席 

– 大会筹备会议正副主席 

–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委员 

– 参加无线电通信第 8研究组工作的 ITU-R 部门准成员 

– 国际电联秘书长、电信标准化局主任、电信发展局主任 

国 际 电 信 联 盟 

 



- 2 - 

Y:\APP\PDF_SERVER\CHINESE\IN\422C.DOC 27/03/2007 

附件 1 

ITU-R第240/8号课题 

在3至50MHz频率范围内操作的高频表面波雷达系统的 

技术和操作特性及频谱要求* 

（2007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在无线电测定业务中需要使用3至50 MHz频率范围内的频谱来操作高频海洋观测雷达

系统； 

b) 多年以来，高频表面波雷达系统一直在3至50 MHz频率范围内试操作，且全球对在世

界范围内部署此类系统存在兴趣； 

c) 低功率高频表面波雷达系统包括： 

– 为海洋、气候和气象业务测量海洋状态和海水水流； 

– 对微波雷达检测范围之外的海域情况的了解，以便提供安全保障、追踪海面船舶和

飞机及确保航运和港口的安全； 

d) 性能和数据要求决定着高频表面波海洋观测雷达系统可采用的操作特性； 

e) 可能需要采用3至50 MHz范围内的若干频带，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在3至50 MHz频率范围的子频带内操作的高频表面波雷达系统的技术和操作特性如

何？ 

2 在3至50 MHz范围内，考虑到操作所需的频率依赖特征，以及与所划分的无线电业务

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用问题，哪些频带最适于操作高频表面波雷达系统？ 

____________________ 

* 应提请国际海事组织（IMO）、世界气象组织（WMO）和ITU-R第6、7和9研究组注意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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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最有效地利用频谱并减少对当前业务的干扰，高频表面波雷达系统可使用哪些技

术？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以上研究结果应纳入一个或多个建议书或报告； 

2 以上研究应在2009年以前完成。 

 

类别：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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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ITU-R第241/8号课题 

移动业务中的认知无线电系统
1
 

（2007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认识到 

a) 移动无线电系统正在全球得到日益普及的应用； 

b) 更有效地利用频谱对此类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c) 认知无线电系统可促进在移动无线电系统中更有效地利用频谱； 

d) 认知无线电系统可在移动无线电系统中提供功能和操作方面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e) 目前正在针对认知无线电系统和相关的无线电技术进行大量研发工作； 

f) 认知无线电系统的实施可能包含技术和规则问题，确定其技术和操作特性是有益处

的； 

g) 关于认知无线电系统的报告和/或建议书将会补充关于移动无线电系统的其它ITU-R

建议书的内容， 

注意到 

 存在与认知无线电系统的控制相关的网络问题，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国际电联对认知无线电系统是怎样定义的？ 

2 在此方面有哪些密切相关的无线电技术（如智能无线电、可重新配置的无线电、由

策略定义的适应型无线电及其相关的控制机制）？此类技术具备哪些可能构成认知无线电系

统的功能？ 

3 哪些重要的技术特性、要求、性能和好处与认知无线电系统的实施相关？ 

____________________ 

1  应提请第1、4、6和9研究组注意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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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认知无线电系统有哪些潜在应用？其对频谱管理有哪些影响？ 

5 认知无线电系统在操作方面有哪些影响（包括隐私和鉴权问题）？ 

6 有哪些认知能力可促进与移动业务和其它无线电通信业务（如广播、卫星移动或固

定业务）中的当前系统共存？ 

7 为实施认知无线电系统，并确保与其它用户共存，可使用哪些频谱共用技术？ 

8 认知无线电系统如何才能推动无线电资源的有效利用？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以上研究结果应纳入一个或多个建议书和/或报告； 

2 以上研究应在2010年以前完成。 

 

注 1 – 在上述研究期间形成的材料可能适合纳入一本手册中。 

 

类别：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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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ITU-R第109-1/8*号课题 

对在1 530-1 544 MHz和1 626.5-1 645.5 MHz频带内操作的 

卫星移动系统的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要求 

（1992-2007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根据1988年对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在涉及用于全球海上遇

险和安全系统（GMDSS）的无线电通信方面所做的修正，针对GMDSS而提出的要求已于

1992年2月1日生效； 

b) 目前正在开发并即将推出在1 530-1 544 MHz和1 626.5-1 645.5 MHz 频带内操作的多

种卫星移动系统； 

c) 用于GMDSS遇险和安全通信（见《无线电规则》附录15的表15-2）的1 530-1 544 

MHz和1 626.5-1 645.5 MHz 频带亦可由其它业务使用； 

d) 目前国际海事组织（IMO）只认可了一家卫星移动通信机构（Inmarsat）在这些频带

内提供GMDSS； 

e) 若在这些频带内操作多种卫星移动系统，则这些系统并不全会选择参加GMDSS； 

f) 作为GMDSS的一项主要内容，卫星系统提供对从船舶地球站发向海岸地球站的遇险

警报的优先处理； 

g) 海岸地球站提供对发向其相关的救援协调中心的遇险讯息的加急处理和传送； 

h) 在这些频带内，遇险和安全要求在海上卫星移动业务中获得最高的通信优先等级； 

j) 在这些频带内，禁止任何发射对海上卫星移动遇险和安全通信产生有害干扰； 

k) 参加GMDSS的卫星系统可能会提供若干不与GMDSS相关的电信业务； 

____________________ 

* 应提请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民航组织（ICAO）和电信标准化局注意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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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海上卫星移动业务中将这些频带用于遇险和安全目的是GMDSS的一项重要内容； 

m) 在GMDSS中实施这些电信业务已进行了一段时间，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在各类海域的所有船舶地球站中，预期会有多大比例的地球站会同时进行遇险和安

全通信？为保证提供所需的安全业务等级，应开展哪些流量研究？ 

2 对于在1 530-1 544 MHz和1 626.5-1 645.5 MHz频带内操作的卫星移动系统而言，在

GMDSS中的遇险和安全通信方面应具备哪些技术和操作特性？ 

3 为了在这些频带内向海上移动业务遇险和安全通信提供必要的保护和优先接入，可

采用哪些技术（包括实时抢占或专用信道的使用）？ 

4 应为在这些频带内操作的卫星移动系统建立何种系统间和系统内保护标准？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以上研究结果应纳入一个或多个建议书； 

2 以上研究应在2007年以前完成。 

 

类别：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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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ITU-R第210-1/8号课题 

1-3GHz频带内配合卫星移动业务中全球 

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的移动 

地球站的技术特性 

（1995-2007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20世纪90年代末，各种不同技术的MSS全球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非GSO MSS系

统）纷纷开始投入运行； 

b) 预计很多国家采用移动地球站配合这些全球非GSO MSS系统的运行； 

c) ITU-R通过为配合不同MSS系统的移动地球站确定技术特性提供一个共同的技术基

础，便于各国监管机构进行设备认证； 

d) 确定技术特性可有助于主管部门之间就这些移动地球站的运行达成协议； 

e) 移动地球站技术特性的透明化将促进MSS业务的引入； 

f) 各国/区域性标准化机构可为制定移动地球站技术标准开展工作； 

g) 应采用ITU-R建议书阐述的有关MSS 移动地球站的最低技术要求，以避免对这些移

动地球站的技术发展施加不必要的限制， 

做出决定，就以下课题开展研究 

 配合全球非GSO MSS系统运行的移动地球站有哪些合适的技术特性？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结果应纳入一种或多种建议书中； 

2 应在2007年前完成上述研究。 

 

类别：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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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ITU-R第84-4/8*号课题 

在卫星移动业务中使用非对地静止卫星轨道 

（1988年-1990年-1992年-1993年-2007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各种类型的非对地静止卫星轨道可利用适合各种卫星通信应用的配置在南北纬90°之
间提供全面覆盖； 

b) ITU-R应继续开展研究，为在卫星移动业务（MSS）内和MSS与其它业务之间实现共

用制定指导原则； 

c) 对于一些卫星移动应用，使用对地静止以外的轨道，由于链路较短，可在某些纬度

以上地区提供更好的覆盖和总体上质量更佳的服务，同时，有助于与其它业务（如，无线电

测定业务）的联合使用； 

d) 在较高纬地区，对地静止轨道的仰角很低，突出了由多路经和屏蔽效应造成的通信

问题。使用对地静止以外的轨道能改善这种状况； 

e) 工作在不同频带的此类系统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 

做出决定，就以下课题开展研究 

1 哪种类型的非对地静止卫星轨道适合提供卫星移动业务？ 

2 非对地静止卫星轨道及使用这些轨道的系统有哪些技术和操作优缺点？ 

3 在完成根据做出决定1至3开展的研究之后，应提供什么技术规范以实现考虑到c)的目

标？ 

____________________ 

* 该课题应提请无线电通信第4、7和9研究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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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结果应纳入建议书； 

2 应在2007年前完成上述研究。 

 

类别：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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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ITU-R第 87-4/8∗号课题 

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的传输特性 

（1988年-1990年-1992年-1993年-2007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目前国际海事组织（ IMO）在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方面仅承认一家

卫星移动通信提供商（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 

b) 提供或计划提供国际或国内卫星移动业务的其它组织； 

c) 在衰落和阴影条件下的调制技术和系统应保持稳健； 

d) 卫星移动系统的轨道频谱使用效率部分取决于所采用的技术特性，如调制方法与系

数、频率再使用技术的影响或射频载波的安排等，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哪些是以下系统的优选传输特性： 

1.1 卫星陆地移动系统； 

1.2 卫星水上移动系统，包括GMDSS； 

1.3 卫星航空移动系统； 

1.4 包括结合了两个或两个以上上述系统的卫星移动系统？ 

2 从技术角度而言，哪些是此类系统的优选多址联接、调制和编码方法？ 

3 哪些是此类系统地球站和空间站的优选性能特性？ 

4 为促进陆地、海上和航空卫星移动业务的兼容，可考虑哪些共同的传输特性？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的结果应包括在一份或多份建议书中； 

2 上述研究应于2007年完成。 

 

类别：S2 

 

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课题应提请国际海事组织（IMO）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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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ITU-R第 96-2/8*号课题 

为加强海上安全和港口安全，提高海上移动业务台站 

使用156-174MHz频带的效率 

（1990年-1997年-2007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海上移动业务可使用的VHF射频有限，而且在世界各地均存在严重拥塞； 

b) 与目前海上移动业务使用的技术不同的现有技术和新的技术有利于更有效地使用可

用频谱，并能适应可预见未来的增长情况； 

c) 新技术的引入和使用将改变目前海上安全和港口安全的技术和运作要求的定义； 

d) 新技术的引入和使用可对海上通信界产生相当大的经济影响； 

e) ITU-R SM.1046建议书为评估频谱使用效率的程序做出了定义； 

f) ITU-R M.1371建议书中所描述的自动识别系统（AIS）旨在用于船载台站和海岸台

站，以加强海上安全和港口安全，提高导航效率，并帮助保护海上环境； 

g)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要求在从事国际商业活动的300吨以上的大吨

位船舶上安装和使用自动识别系统； 

h) 从海岸线发现和识别比通常基于地面的通信系统所能发现和识别的距离更远的海上

船只，这是一种日益增长的需要； 

j) 使用低轨道卫星进行AIS消息的卫星探测可提供一种手段，可发现和识别在地球任何

地点的载有AIS的船只； 

k) AIS所采用的频率在全世界、以主要业务与其它固定和移动无线电通信服务共用； 

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课题应提请国际海事组织（IMO）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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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国际海事组织（IMO）的无线电通信和搜寻与营救分委员会（COMSAR 10/6）注意

到，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考虑增加一个AIS信道用于卫星探测的问题，并研究确保用于探

测AIS的AIS信道得到适当保护的手段；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海上移动业务的长期海上安全和港口安全要求是什么？ 

2 实施这些要求可能对现有的VHF通信产生什么影响？ 

3 VHF海上移动业务方面的不同的新的无线电技术的使用，可以在频谱使用和运行能

力方面带来哪些改进？ 

4 应建议将哪些技术和运行特性用于国际应用？ 

5 此类技术将对现有VHF海上安排或其它信道共用业务安排产生什么影响？ 

6 在目前VHF频段引入和实施新技术方面适于采用哪些过渡方法，而且这些会对VHF

频段的遇险和安全通信产生哪些影响？ 

7 描述利用低轨道卫星技术进行AIS消息卫星探测的技术可行性和运行限制的因素是什

么？ 

8 因与其它无线电通信业务共用而对AIS消息的卫星探测产生的相关技术因素和限制是

什么？ 

9 有哪些频谱备用方法可用于克服AIS消息卫星探测方面的已确定的技术限制或频谱共

用限制，其中包括可确定一个专门用于卫星探测的AIS设备可使用的第三信道？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上述研究的结果应包括在一份或多份建议书中； 

2 上述研究应于2009年**完成。 

 

类别：S2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 有关本课题的建议书的完成不应推迟国际海事组织目前所开展的船载自动识别系统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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